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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湖湿地旅游的生态发展策略研究

作者：王德平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更新日期： 2009-7-6   

  1 湿地与生态旅游   

    

  湿地作为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其价值超乎人们的想象。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

破坏，湿地是全球最受威胁的生态系统之一。为了保护湿地，同时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湿地资源，湿地旅

游走生态旅游的发展道路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旅游业对社会、人类、地球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1 生态旅游内涵与特征  

  1.1.1 内涵   

  “生态旅游”一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目前国内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高达70多种，但将

它们集中归纳起来看，其基本内涵可表达为： 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观点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针，以自然

生态环境和相关文化区域为场所，为体验、了解、认识、欣赏，研究自然和文化而开展的一种对环境负有

真正保护责任的旅游活动，是专项旅游的一种形式。   

  1.1.2 特征   

  （1）保护性。与传统旅游业一样,生态旅游也会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生态旅游

是针对传统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保护性是它区别于传统旅游的最大特点。 

  

  （2）专业性。生态旅游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内涵，它要求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

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很强的专业性,以使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回归大自然的精神享受和满足,启

发和提高游客热爱和保护大自然的意识,进而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此外,专业性还体现在游客的旅

游心理上。   

  （3）参与性。生态旅游的参与性主要体现在旅游者和社区参与两方面。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亲身体

验大自然的奥秘,从大自然中获得知识和乐趣,从而更加热爱大自然,有利于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社

区公众的广泛参与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的前提与保证。只有当地居民意识到自己能够参与到旅

游的各项开发、管理决策中,他们才会对旅游开发持积极态度。 

  

  1.2 湿地走生态旅游道路的意义   

  1.2.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湿地旅游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对旅游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和旅游开发、利用的全程均提出“保护性”

的主旋律。“生态化”的发展道路要求湿地旅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都必须表现出对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

意愿与行为， 并有显著的保护效果。同时，目前我国很多湿地都面临着湿地资源开发和社区经济发展等多

重压力，由于开发与利用不当，往往对湿地形成毁灭性的破坏。湿地旅游的“生态化”道路不仅解决社区

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它将资源保护贯穿于开发利用的始终，实现了湿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1.2.2 增强民众环保意识   

  生态旅游所强调的是传统旅游所没有充分重视的生态环境教育功能。作为湿地生态旅游的主要受益者

之一的旅游者，在享受湿地生态系统的同时，可以充分了解更多的生态与环境知识， 引发旅游者对人与环

境内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同时，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教育对象从旅游者迅

速的发展至旅游开发商、决策者、管理者等， 从而使湿地的环境教育的受益面更大。此外，教育的手段已

突破传统的只靠旅游者用心去感应，现已发展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艺术等手段展示自然，随之呈

现的教育效果也大大提高。   

  1.2.3 带动社区全面发展   

  湿地生态旅游，同任何形式的旅游活动一样，对旅游目的地而言都是一种经济“注入”，都会对社会

发展形成有效拉动。为了提高目的地的可进入性，社区政府要做好以道路建设为代表的先期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从而全面推动社区建设进入一个更快的非常规发展阶段。此外，由于社区公众的广泛参与是湿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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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的前提与保证，必将促使社区公众在湿地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就业机

会、增加了收入，而且提高其环保意识、增加环保知识，使自身的素质得以提升。特别是湿地为了保证可

持续发展，必然会限制居民单纯消耗湿地资源这种“不经济”生产方式，这样发展生态旅游将成为社区一

条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2 卧龙湖湿地现状分析   

    

  2.1 自然地理特征  

  卧龙湖是全省最大的内陆湿地，位于康平县东关镇境内，属半人工半天然湿地。2001年经省政府批准

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水禽栖息地和水生物资源为目的的湖泊型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范

围达112平方公里，东西长9公里，南北宽13公里，是包括水面、沼泽、塘、湿草地、滩涂组成的内陆型天

然湿地生态系统区域。1998年的调查显示，湖区生物种群达到550多种，有水生植物48种、浮游植物154

种、鱼类39种、鸟类14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19种。卧龙湖位生态系统

敏感脆弱,是国家一级生态敏感带,与一般湿地相比,它的生态功能尤为重要。同时,卧龙湖的地理位置很特

殊，它是抵御科尔沁沙地南侵和防风固沙的重要屏障,对于改善辽西北沙化地区的干旱气候、净化环境、补

充地下水和调解水生态循环起到重要的作用。   

  2.2 湿地变化及原因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近几年卧龙湖湿地的湖泊水面和沼泽具有明显的减少趋势，而耕地、草地则具有较

明显的增加趋势。广阔的湖面和沼泽草甸为多种多样的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繁殖、停歇等场所，是生态

环境良性发展的基础。但是，2000年后，卧龙湖湿地面积加速缩小，湿生植被逐渐被旱生植被代替，沼泽

草甸呈现了明显的退化趋势，出现了逆向演替现象。耕地面积的增加严重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农药

化肥的使用造成湿地水污染这都说明了卧龙湖湿地处于严重退化状态。   

       

  造成卧龙湖湿地这种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高温少雨是导致卧龙湖干涸的重要自然因素

外，人为的不当利用对卧龙湖形成了致命破坏。首先，从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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